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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弓长岭鞍山群呈北西至南东方向分布 , 位于中朝陆块东端 , 该群各类型岩石构成华北陆块古老的变质

结晶基底。文中详细地记述了岩浆岩及混合岩、硅质板岩和长英质变粒岩、变超基性岩、变基性火山岩、变泥质

岩、铁矿床、变辉长辉绿岩岩墙群的岩石特征和产出特征及成岩时代。本区为低压区域浅变质类型 ,演化与成岩

时代约在太古代的中、晚期 (3 400 ～ 2 500 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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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研究区位于中朝板块东端[1 ] ,以弓长岭为主

的鞍山群呈北西至南东方向分布 ,该群的岩石类
型及成岩时代可与迁西群、阜平群、泰山群、集宁
群、登封群及太华群相对比 ,都是构成华北板块
的古老变质结晶基底岩石。它们的不同之处在
于所经受的区域变质作用压力和温度的差异 ,因
此形成的变质作用有别。以麻粒岩为例 ,在迁西
地区麻粒岩十分发育 ,在弓长岭尚无发现麻粒
岩。但是这些古老的结晶基底岩石分布的形态
与范围 ,与我国航空磁测图中所显示的古老变质
地体的形态与展布方向相吻合。英国学者温德
利 (B. F. Windly) 于 1987 年在鞍山考察时提到 :

世界上的太古代变质地体基本上相同 ,都可以相
互对比 ,并认为弓长岭铁矿规模之大 ,世界上罕
见 ,可以与芬兰、印度的相比。

2 　岩浆岩及混合岩
2 . 1 　岩浆岩

区内出现两种岩浆岩 :1) 英云闪长岩 ,由于
它的侵入使变质地体受到了混合及同化作用 ,形
成混合程度深浅不等的混合岩 ,在变质体的上、
中、下部皆有出现。在岩体上部可见混合的变质
岩石有硅质板岩 ,长英质变粒岩 ,角闪斜长绿泥
片岩等。一般混合程度较浅 ,其混合方式是沿层
理压入 ,多出现条带状混合岩 ,但是在大部分地
段仍保留着原岩成分与结构。在后沟与磨石山
东端见英云闪长岩体与变质地体相接触 ,混合岩

出现宽约 40 余米的过渡带 ,其中出露有黑云母
斜长片岩的残留体 ,也有混合程度较好的条纹状
混合岩及英云闪长片麻岩等。在变质地体的下
部及底部层位中 ,被混合的主要岩石有绿泥云母
片岩、石英钠长云母片岩、钠长角闪岩及磁铁石
英绿泥片岩等。其混合程度由较浅的条带状变
为条纹状混合岩。一般上下混合岩带宽数十米
至数百米余。2)肉红色钾长花岗岩 ,穿切和同化
英云闪长岩。在两种岩石接触地段 ,界线不清。
在弓长岭二矿区 , Ⅰ勘探线附近 ,含英云闪长片
麻岩的砾岩被肉红色钾长花岗岩胶结。

成岩时代 :英云闪长岩年龄稍晚于变质岩 ,

大约在 3 300 ～ 2 700 Ma ;钾长花岗岩形成于
3 200 ～ 2 500 Ma。
2 . 2 　混合岩

(1)混合岩 :样品采自混合岩与硅质板岩接
触地带的上混合岩中。在显微镜下所见的矿物
组合为微斜长石、绿泥石和白云母。其中斜长石
有钠长石及中长石 ,并有少量接触变质矿物硅灰
石。微斜长石 :镜下无色 ,它形 ,消光角 (010) ,面
上为 16°。光性方位在 (010) 面上的解理线与快
光平行 ,具格子状双晶。绿泥石 : 由于光性弱 ,

仅根据探针成分 ,以 Fe2 + / ( Fe2 + + Mg) = 0 . 4 ,

属于泥质变质的绿泥石。白云母 : 片状 ,经测定
2V( - ) = 38°。斜长石 : 有钠长石和中长石两
种 ;钠长石较新鲜 ,中长石被微斜长石交代 ,已白
云母化。硅灰石 : 单偏光镜下无色 ;晶体为柱
状 ,突起较高 ,似树胶 ;干涉色较弱 ,纵切面上灰
白色 ,横切面上最高干涉色为一级橙黄 ;消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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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切面上接近平行消光 ,横切面上为斜消光 ,

CΛNp = 32°;光性方位是柱状晶体的延长方向慢
光或快光 ,2V = 39°。副矿物 :有锆石 ,独居石及
磷灰石。

(2)细条纹状混合岩 :样品采自相木山 17 线
下混合岩。矿物组合 :微斜长石、石英、钠长石、
中长石、白云母、黑云母及绿泥石。镜下中长石
具环带结构 , 石英晶体内部出现有褐铁矿色素。

以上岩石具花岗变晶结构 ,条纹状构造。

3 　硅质板岩和长英质变粒岩
硅质板岩由石英及含量较少的钠长石组成 ,

细粒致密 ,呈薄板状产出。长英质变粒岩为白
色 ,变晶较粗 ,呈块状。它们出露于第六层铁矿
之上 ,上混合岩之下 ,厚度变化较大。此岩石在
变质地体之下盘 ,与混合岩接触处出露有硅质板
岩及长石石英变粒岩 ,在茨山与大砬子之间有长
石石英变粒岩形成峭壁。镜下矿物组合为石英、
钠长石、绿泥石及少量微斜长石 ,镜下大部分石
英晶体结构完好 ,同时出现不规则的裂开与错
动 ,具缝合线结构。此外还有具黑十字消光的长
英质火山脱玻球粒 ,及少量正长石。在单偏光
下 ,正长石的折光率小于石英 ,2V ( - ) 光轴角中
等 ,其晶体内包裹有石英残晶 ,及见长石晶体的
边部仍然保存有脱玻残余。该薄片中交代现象
普遍 ,不仅有石英 ,也有正长石 ,皆受到交代作用
的影响。有人认为该层中的长石石英物质来源
于铁矿床 ,由于区域变质作用使长英质岩石活
化 ,迁移聚集形成富铁矿床。但是 ,在本区的长
英质岩石中还保留有长英质脱玻球粒 ,这足以说
明它们的原岩是酸性火山岩系 ,经区域变质作用
而形成长英质岩系。

关于长英质岩石的形成 ,在显微镜下 ,已结
晶的石英颗粒中仍然保留着细小的尘点状褐铁
矿 ,呈线状分布 ,穿过不同方位的石英晶体。这
种现象 S. S. 奥古士梯蒂斯用解剖学和组织学
的方法研究了岩石中的组构型式及成因 ,并提出
石英是凝胶结晶生成的 ,进一步提出二氧化硅凝
胶 ,由于是一种分子分散系 ,所以容易从凝胶可
逆地转变为溶胶 ,然后转变为结晶质 ,最终形成
稳定的相。在二氧化硅中的褐铁矿微粒 ,随着石
英的结晶被保存下来 ,形成褐铁矿色素条带。因
此本区硅质岩中石英晶体内保存褐铁矿色素是
代表一种原始胶体构造。这种残余色素在埃塞
俄比亚的哈拉花岗岩、比亚迪布拉 - 辛那的橄榄
玄武岩 ,我国海南省石碌铁矿下部及古生代形成

的流纹质结凝灰岩中皆有存在。
从硅质板岩及长英质的产出位置 ,也可看到

由凝胶结晶生成的有利条件。此处的硅质岩与
富铁矿紧密伴生 ,并位于富铁矿之上 ,直接受到
超基性、基性火山作用热力影响 ,使原始的火成
凝胶物质转变为微晶质或结晶质稳定相 ,同时也
保留了褐铁矿的残余色素。有人统计过硅质岩
岩石多产出于前寒武纪晚期 ,并在优地槽内广泛
发育。此类岩石的形成 ,与辉绿岩型的火山岩的
岩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在硅质岩出露的地区 ,

从来没有出现过由碳酸盐形成的含铁建造。硅
质板岩和长英质变粒岩产出位置在距离火山活
动中心稍远的地段 ,并与火山岩和沉积岩呈互
层 ,其中夹有含铁长石石英岩 ,呈带状分布并形
成具工业价值的矿床。弓长岭鞍山式铁矿 ,江西
新余铁矿 ,都应划归于此种类型之中。

弓长岭长英质岩石出露面积约占 80 % ,它
们是英云闪长岩、钾长花岗岩、硅质板岩、长英质
变粒岩。而呈带状分布的变质基性火山岩 ,变超
基性岩、变泥质岩、变辉长辉绿岩等约占全区的
20 %。在它们的上下盘被硅质板岩、长英质变粒
岩、岩浆岩及混合岩包围 ,呈窄而长的带状分布
残留体。

4 　变超基性岩
区内变超基性岩分布较普遍。在显微镜下 ,

能够分辨出原始岩石成分的多见于第二、第四及
第六铁矿层之中。

(1)变蛇纹石化二辉橄榄岩 ,产状呈似层状、
透镜状 ,整合于角闪绿泥片岩或磁铁角闪岩中。
岩石呈深绿色 ,具蜡质光泽 ,性脆 ,易破碎 ,因矿
物变晶细小在野外用放大镜无法分辨。镜下所
见矿物有叶蛇纹石、斜方辉石、黑云母、拉长石、
镁铁闪石、单斜辉石、叶绿泥石及褐铁矿等。叶
蛇纹石 :偶尔出现 ,表明此矿物由橄榄石变化而
来。单偏光下无色至淡绿色 ,突起低 ,n > 树胶 ,

晶体延长方向慢光 ,干涉色为一级黄微带绿色。
斜方辉石 : 单偏光镜下无色。2V ( + ) = 70°,柱
状晶体 ,突起高 ,n > 树胶 ,最高干涉色为一级淡
黄 ,平行消光 ,正延性。斜方辉石属顽火辉石 ,和
单斜辉石都被黑云母和斜长石交代 ;其交代方式
是沿解理进行 ,因此仍保留辉石外形 ,残晶多在
晶体的中心部位。黑云母被叶绿泥石交代。斜
长石呈环带结构 ,在斜长石后成变晶现象学中被
解释为 ,早期形成的辉石被晚期后成变晶的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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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同化 ,并形成环带结构。镁铁闪石 : 经后期区
域变质形成 ,单偏光镜下无色 ,具多色性 ,突起
高 ,n > 树胶。纵切面上消光角 16°,正延性 ,2V
( + ) 。

(2)变余斜长透闪透辉石岩 : 多出现于第四
层及第六层的含矿层中。矿物组合 :拉长石、普
通角闪石、透辉石、透闪石及磁铁矿 ,具不等粒状
结构 ,条纹状构造。拉长石 : 单偏光镜下无色 ,

突起低 ,n > 树胶 ,干涉色一级灰 ,在 (010) 解理面
上的消光角 20°,2V ( + ) = 79°。普通角闪石 : 单
偏光镜下淡绿色 ,半自形晶 ,具多色性 ,Ng - 蓝
绿色 ,Nm - 草黄色 ,Np —淡蓝黄色 ,吸收性 : Ng

> Nm > Np。纵切面上消光角 CΛNg = 30°,干涉
色二级中部 ,2V ( - ) = 70°,色散 ,r < v 弱。普通
角闪石晶体内部还残留有辉石晶体 ,这种现象在
岩浆岩中常见到 ,是由于角闪石耗损辉石所致。
透闪石 : 单偏光镜下无色到淡绿色 ,突起高 ,n >

树胶 ,干涉色达二级中部 ,消光角 CΛNg = 18°,b

= Nm ,正延性 ,2V ( - ) = 80°。透辉石 : 单偏光
镜下淡绿色 ,半自形晶 ,突起高 ,n > 树胶 ,最高干
涉色达二级顶部 ,消光角 CΛNg = 37°,正延性。

(3)变磁铁透辉岩 , 矿物组合 :磁铁矿、透闪
石、透辉石、直闪石、脱玻辉石球粒及玻璃质 ,此
外还有区域变质矿物堇青石、白云母及少量石英
等。该岩石出露于第三层铁矿下部的变质岩中。
岩石的结构为包含变晶结构 ,变余气孔状结构 ,

条带状构造。磁铁矿 : 呈它形变斑状晶体 ,有一
些呈半圆形 ,其中裹有基质 ,可能是在变质期间
固结时间不充足 ,来不及消化所致。透闪石 : 结
晶粗大 ,与变斑晶磁铁矿构成条带状。在透闪石
晶体中有透辉石残留体 ,还保存着高突起及辉石
式解理 ,消光角 CΛNg = 44°。有的辉石已蚀变分
解呈模糊状 ,但在正交偏光下具有较高的辉石式
干涉色。变余气孔、管状及杏仁体 : 此片沿透闪
石和磁铁矿所构成的条带中出现气孔状、管状及
杏仁体 ,这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岩石提供了有力
地证据。这些现象不是制片过程中矿物的脱落 ,

其证据是 : (1) 管状体都具定向排列 ; (2) 垂直气
孔壁有白云母晶体产出 ; (3) 杏仁体被辉石质脱
玻球粒充填。堇青石 : 呈三连晶 ,在其晶体内包
裹有六边形磁铁矿及石英。它们来自沉积岩。
岩石的结构为包含变晶结构 ,变余气孔状结构 ,

条带状构造。

5 　变基性火山岩
变基性火山岩在区内分布较广泛 ,其层位比

较稳定 ,是组成本区重要岩石之一[2 ] 。能恢复原
岩的岩石有滑石片岩、普通角闪石、黑云阳起透
闪岩、普通角闪斜长岩等。这几种岩石虽然都已
变质 ,但是在显微镜下还能够见到保留的晶体外
形及其残晶等。该岩与区内岩石整合接触 ,相互
共生。本区铁矿的形成与变超基性岩、变基性火
山岩有着密切关系。

(1) 滑石片岩 : 矿物组合为滑石、蛇纹石、透
辉石残晶偶尔可见 ,还有少量的石英。该岩石的
原岩为基性火山岩 ,在区域变质过程中受热力和
应力作用形成。滑石 : 单偏光下无色 ,晶体呈鳞
片状 ,解理在 (010 ) 面上完善 ,突起中等 , n > 树
胶 ,干涉色高 ,可达三级 ,而与解理线平行的切面
干涉色为一级灰 ,平行消光 ;光性方位和白云母
相同 ,解理线与慢光平行 ,2V ( - ) 。

(2) 黑云阳起透闪岩 :矿物组合为此岩呈深
绿色 ,有黑云母、拉长石、阳起石、透闪石、绿泥
石、堇青石、石英及方解石等。黑云母 :呈团块状
集合体 ,单偏光镜下棕色 ,具多色性 ,Np - 淡黄
色、Nm = Ng - 棕色 ,突起中等 , n > 树胶 ,正延
性 ,干涉色二级红。镜下有时见绿色的黑云母 ,

这是因为基性元素被淋滤风化流失而变淡。在
平行于 (010) 切面上 ,消光与解理线平行。吸收
性 :Ng = Nm > Np ,2V ( - ) 。阳起石 :呈细小的
柱状晶体 ,灰绿色 ,单偏光镜下淡绿色 ,多色性明
显 ,Np 浅黄绿色 ,Nm - 黄绿色 ,Ng - 绿色 ;吸收
性 :Ng > Nm > Np ,突起高 ,n > 树胶 ,与透闪石的
区别是透闪石突起较阳起石低 ,阳起石的消光角
CΛNg = 20°,2V ( - ) ;具角闪石解理 ,纵切面上延
长方向为慢光。岩石具微纹理结构 ,条纹状构
造。

6 　变泥质岩
该岩石分布于变超基性岩、变基性火山岩 ,

变辉长辉绿岩等各种岩石中。区内主要泥质岩
有石英钠长绿泥片岩、矽线堇青角闪岩、黑云钠
长变粒岩、石榴堇青透闪岩、十字石白云片岩、斧
石十字石绿泥片岩、矽线十字石岩。

(1)黑云母钠长变粒岩 :黑云母呈假六方形
柱状 ,晶体 2 ×3 ε 2 。矿物组合为黑云母、钠长
石、绿泥石、石英、有注入型石英细脉体。岩石为
显微花岗变晶结构 ,条纹状构造。

(2)石榴堇青透闪岩 :主要矿物为堇青石和
透闪石 ,其它有石榴石、白云母、钠长石和锆石
等。岩石中还保留有火山碎屑的残余和脱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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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具不等粒变斑状结构 ,变余火山碎屑结构 ,

平行构造。堇青石 :单偏光镜下呈黄色 ,具多色
性 ,Np - 黄色 ,Nm - 蓝色 ,Ng - 淡蓝色 ,呈假六
方晶系的晶体为六边形 ,突起低 ,折光率稍高于
树胶 ,干涉色弱为一级白色带黄 ,双晶常见三连
晶及六连晶 ,吸收性 Nm > Ng > Np。石榴石 :淡
红色 ,自形十二面体 ,经探针和 X 光鉴定为铁石
榴石。岩石结构为花岗不等粒变晶结构 ,条带状
构造。

(2)矽线十字石岩 , 在区内的第三层铁矿下
盘局部聚集出露。矿物结晶完好 ,粒度大小不
等 ,主要矿物组合为矽线石 ,十字石 ,石榴石 ,阳
起石 ,电气石 ,堇青石 ,脱玻球粒。十字石 :双晶
比较常见 ,最大的十字石单晶达 4 cm 余 ,小的晶
体在放大镜下见到 ,呈灰白色多为贯穿双晶。镜
下十字石呈浅黄色 ,多色性明显 ,Np = Nm 鲜黄
红色到无色 ,Ng - 红色到血红色 ,吸收性 Ng >

Nm ;突起高 ,n > 树胶 ;干涉色一级黄。纵切面上
平行消光 ,横切面上为对称消光。晶体延长方向
为慢光 ,2V ( + ) = 86°。晶体中石英包体在纵切
面上有的呈带状构造。矽线石 :呈纤维状、羽毛
状晶体 ,柱状晶体较少 ;柱面上有垂直晶纹 ,横切
面正方形 ;镜下无色 ,突起较高 ,n > 树胶 ;干涉色
纵切面上达二级蓝色 ,横切面上干涉色一级 ,纵
切面上为平行消光 ,横切面上对称消光。纤维晶
体延长方向慢光。

7 　铁矿床
本区铁矿共六层 ,主要矿石来源于变超基性

岩 - 变基性火山岩。上部五、六层铁矿体品位
高、规模大已开采 ,其它矿尚未开采 ,根据主要矿
物组合可分四种类型。

(1)碧玉赤铁矿 :以碧玉、赤铁矿组成 ,赤铁
矿呈它形 ,碧玉为基质。在已结晶成赤铁矿物中
心部位 ,仍然保留有残余碧玉。

(2)碧玉赤铁磁铁矿 :磁铁矿呈自形—半自
形粒状 ,沿解理或边部被赤铁矿交代 ,呈针状残
留于磁铁矿物的中心部位。褐铁矿经常出现 ,各
处见赤铁矿呈它形粒状 ,在高倍镜下这种粒状是
赤铁矿微晶呈星点状交代磁铁矿 ,呈不规则状散
布于磁铁矿中 ,使大部分磁铁矿呈残晶出现。

(3)顽火铁闪赤铁矿 :赤铁矿石为致密块状 ,

其矿物呈板条状变晶 ,镜下见与赤铁矿共生的矿
物有火山岩特有的脱玻球粒 ,基质为橙玄玻璃 ,

基质中出现气孔状结构。此外还有少量残余的

顽火辉石、铁闪石、叶蛇纹石。
(4)普通角闪磁铁矿 :块状普通角闪磁铁矿 ,

矿物组合为磁铁矿、顽火辉石、普通角闪石、碧
玉、褐铁矿、黄铜矿、铁闪石及黄铁矿等。磁铁
矿 :在低倍镜下 ,磁铁矿呈不规则的火山角砾状 ,

尖棱角状、及火山岩屑等。其基质为橙玄玻璃。
变余气孔状结构见于磁铁矿及基质中 ,在自形晶
磁铁矿内包裹有辉石残晶 ,并有普通角闪石出
现 ,在它形粒状磁铁矿晶体中有点滴状碧玉 ,2V

( + ) = 65°,平行消光 ,正延性。油浸镜下磁铁矿
具残缕结构。普通角闪磁铁矿 : 与块状普通角
闪磁铁矿的区别是前者普通角闪石含量高于后
者。磁铁矿反光镜下特征为反射色灰带棕色色
调 ,无双反射 ,非均性 ,为均质 ,内反射无。反射
率 470 nm ,R = 19 . 546 nm , R = 19 . 589 nm ,

R = 21。赤铁矿 :反射色灰白微带蓝色色调 ,双
反射弱 ,非均性明显 ,具红色内反射 ,反射率为
470 nm(波长以毫米计) ,R = 30 . 546 nm ,R =

25 . 589 nm ,R = 8 . 650 nm ,R = 23。

8 　变辉长辉绿岩岩墙群
矿区辉长辉绿岩岩墙成群产出 ,多出露于变

质岩石被混合后仍保留着原始岩石地带。样品
采自辉长辉绿岩墙的边部 ,距混合岩地段半米
处。矿物组合 :镜下所见矿物有锆石 ,少量石榴
石及矽线石。拉长石 :单偏光镜下无色 ,突起较
低 ,n > 树胶 ,干涉色一级灰 ,在 (010)解理面上消
光角 25°,具钠长石双晶 ,2V ( + ) = 76°。晶体内
含有排列规则的他形锆石包体 ,已被熔融与同
化 ,此外还有后生包裹体尚未被同化为白云母。
在拉长石的切面上 ,由于交代不够彻底 ,有时隐
约可见辉石式解理。锆石 : 单偏光镜下无色 ,稍
具多色晕 ,干涉色高达三级以上 ,平行消光 ,正延
性 ,无解理 ,一轴晶 ( + ) 。此岩石中锆石有三种
形态 :1)他形长条状 ,沿绿泥石解理分布 ,是先成
矿物 ;2)板条状 ;3)他形锆石 ,穿切板条状锆石晶
面 ,形成最晚。透辉石 : 是早期形成的透辉石残
晶 ,消光角 CΛNg = 44°,被晚期拉长石包裹 ,还
保留有淡绿色残余色素。此岩在镜下见有钾长
石及矽线石出现 ,是由钾长花岗岩及矽线石的污
染所致。岩石已蚀变偶尔找到辉长辉绿结构。

鉴于以上所述 ,本区为低压区域浅变质类
型[3 ] 。区内有大量的英云闪长岩及钾长花岗岩
产出 ,进一步说明是区域浅变质类型。其岩相属
绿片岩相—角闪岩相[3 ] (表 1) 。本区岩石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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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纹岩质岩浆—玄武岩质岩浆—辉绿岩质岩浆
形成 ,并伴随有高位深成超基性岩及沉积的泥质
岩石 , 互层共生 ,形成了太古代上壳岩 ,即太古

代基底岩石的中、上部 ,演化与成岩时代大约在
太古代的中、晚期即 3 400 ～ 2 500 Ma。

表 1 　弓长岭变质岩相

Table 1 　Metamorphic facies in Gongchangling area

变质相 1 前绿片岩相 2 绿片岩相 3 角闪岩相

矿物分类

酸

性

火

山

岩

火山玻璃、脱玻球粒

钠长石

石英

白云母

变

基

性

火

山

岩

钠长石

中长石

拉长石

绿泥石

透闪石

阳起石

普通角闪石 (蓝绿色)

黑云母 (棕色)

镁铁闪石

直闪石

单斜辉石

白云母

磁铁矿

赤铁矿

火山玻璃、脱玻球粒

变

泥

质

岩

钠长石

绿泥石

白云母

堇青石

矽线石

铁铝榴石

黑云母

十字石

变

灰

岩

硅灰石

方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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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Features of Gongchangl ing Anshan Group
Archaen Basal Complex

J IAN G J ī yun

( Guangz 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 ry , CA S , Guangz hou ,510070)

Abstract :Gongcha ngling A nsha n Group is located in t he easte r n p a rt of Sino K̄orea n p late w here A r2
chae n basal complex a rc exte nds t housa nds kilomete rs lon g a nd onl y te ns t o hundreds mete rs wide .

The basal complex is comp osed of ult ra basic rocks , basic p ast ovolca nic rocks bast of e r ru ginous volca nic

clastic rock , metap elite a nd lit tle calc s̄chist . The rocks also contain f elds p a r qua rtz mica diorite a nd

p otassic f eldsp a gra nite . The cr ystals a re in good condition a nd a re widel y disp e rsal , w hich exp osed

upp e r st ra ta a nd lower beds . B rief descri p tion of t he rocks accordin g t o t he a ge is as f ollows . 1) Meta2
morp hic ult ra basic rock : Most of t his kind of t he rock a pp ea rs as se rp e ntine p et rif ied lhe rzolites . The

lhe rzolite al rea dy tur ned int o se rp e ntine . The biotite metasomated ort hor hombic p yroxe ne a nd mono2
clinic p yroxe ne along t he cleava ge , a nd only re mained f ew incomplete crystals . Mea nw hile , biotite

was rep laced by p e nnine . It was dist ributed ove r upp e r a nd lower rock st ratums . But alon g t he t re nd

of rock , its continuit y is comp a ratively ba d , a nd t he re a re inte rla ye rs in t he hor nble nde chlorite

schist , st ria te ma gnetite a nd p lagioclase chlorite hor nble nde schist . 2) Busic metavolca nite : The kind

of rock is of imp orta nt rocks in t his a rea . It is widel y disp e rsel a nd has stea dy horizon . The main p a rts

of t his kind of rocks a re p lagioclase hor nble ndite a nd biotite p lagioclase hor nble ndite . I n t hese two

kinds of rocks , t he hor nble nde ca me f or m ma gma , a nd t he re a re also f ew p alimpsest volca nic glass

w hich also give us p roofs t hat t hose rock ca me f rom lava . 3) Metap elite : The maim p a rt of metap elite

is sedime nt in t he shallow sea , w hich unde r gone t he ef f ects of low p ressure a nd hi gh te mp erature .

Wit h t he meta morp hizm , at t he ma r k mine ral s̄illima nite , staurolite a nd cordie rite ca me int o bein g.

The rocks a re ma de of cor ndie rite chlorite p lagioclase schist , staurolite chlorite s̄chist a nd lep t ynites of

sillima nite , ga r net , t re molite . These rocks alwa ys comp a nioned wit h busic volca nic rock . So in t his

f ield it is dif f icult t o f ind a obvious bounda r y line . 4) Fe ruginous rock ( contain i ron ore ) : Fe r rugi2
nous rock ca n be divided int o f e r ru ginous qua rtz a nd f e r ruginous a mp hibole chlorite ma gnetite rock .

A mong t he la ye rs of i ron ore of t his a rea , t he i ron ore f or med b y t he volca niclastic is bi g p a rt , a nd

f or med by t he sedime nt is onl y a small p a rt . I n t he p olished section of t hese two kinds of rocks , t he

clastic ca n be f ound t hat a re ha n gove r of volca niclastic rock , a nd t he blast ovit roclastic st rure also ca n

f ound in t he m . 5) B ot t om rock : Ge ne rall y , t he t op p a rt of t he rock is ma de up of chlorite mica schist ,

qua rtz biotite schist a nd albite a m p hibolite . The lower p a rt a re comp osed of a mp hibolite albite a mp hi2
bolite qua rtz a mp hibolite , chlorite hor nble nde schist a nd so on , some qua rtz chlorite s̄cist a nd hor n2
ble nde chlorite schist a re in t he m . 6) Migmatite , qua rtz mica diorite , p otash gra nite : The y dist ributed

ove r t he upp e r m̄iddle l̄ower p a rt of t he meta morp hic te r rain . Qua rtz mica diorite melted a nd assimi 2
la ted meta morp hic rock , w hich f or med mi gmatite . The dif f e re nce of t he chorismitization mixin g de2
gree is comp a ratively la rge . The p otash f eldsp a r gra nite p e ret rated a nd assimilated t he qua rtz mica

diorite , t hat ma de t he two rocks boundr ylin unclea r ; The f omation a ge of t he p otash f eldsp a r gra nite

is la te r t ha n t hat of qua rtz mica diorite . More t ha n 80 % a bove m̄e ntioned rocks a re exp osed in t his

a rea. 7 ) Metaga bbro : Meta ga bbro exp osed as dike swa r m in t he f ield . That is t he f eature of t he

A rchea n. Meta ga bbro recorded t he last ma gma int rusive mass of meta morp hic te r rain bef ore it be2
ca me sta ble . I n t his a rea , t he gree nschist ā mp hibolite . smeta morp hic f acies is t he main p a rt of p lut onic

int rusion rock , w hich belon g t o low p ressure p yrometa morp hism regional t yp e .

Key words : Gongcha ngling ; A nsha n Group ; A rchea n ; basic rocks

212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 26 卷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